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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陈列馆
收藏76年前共同作战的历史记忆

这里有令人震惊的血泪，这里也有无声的抗争。
在经历过那段灰暗岁月的人心中，这里已经成为最深的伤痛；在爱好和平的沈阳

人心中，它更是不能忘记的侵略铁证。
位于大东区地坛街30-3号的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始建于1943年，总占地

面积5万平方米，是当年日军在亚洲建造的200多处战俘营中规模最大、关押战俘级
别最高、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这里曾经关押过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六个国家的
2000多名盟军战俘。

“收藏历史记忆，展示历史真相，捍卫历史事实”，2013年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
址陈列馆正式开馆，向市民更多宣传抗战文化，生动的展现爱国主义精神，做好爱国主
义教育，成为陈列馆新的使命。

这里曾经关押2000多名盟军战俘
从1943年至今，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

址已经经历了76年风雨，它曾经是日本侵略
者犯下累累罪行的地方。

1944 年，盟军开始发起全面反击，日军
在各个战场遭到失败。1945年8月，东北抗
联和苏联红军联合出兵东北，在巨大的压力
下，8 月 15 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第二天，美国战俘营救小组空降沈阳，战俘
成功获得解放。战俘营内盟军战俘和日本
看守进行了身份的转换，昔日的日本看守沦
为阶下囚。

目前保留下来的有一座战俘营房、三座
日军办公用房、水塔、烟囱以及当年的厕所、
盥洗室和院外的战俘营医院。

日军731部队曾在战俘营做活体实验
1943年2月，日本关东军派出一组医疗队

来调查战俘死亡的原因，多次对战俘的尸体进
行解剖。这支神秘的医疗队就是骇人听闻的
魔鬼部队——731。他们给战俘注射各种疫
苗，次数之多，完全超出了正常人的耐受性，许
多战俘因此而死亡，即便活下来也落下终生的
病症。据统计，从1942年到1945年间，先后有
248 名战俘在这里相继死亡。仅 1942 年底到
1943年春，战俘的死亡率就已多达16%。

731部队的成员在战俘营里传播细菌后，
挑出来成功感染细菌的战俘，把他们隔离起
来，进行下一步的研究。来访的医疗队对腹
泻很重视，给所有战俘做了病原体检查。检

查结束后，把所有携带病菌的战俘与其他战
俘隔离。

在英国战俘罗伯特·皮蒂少校的日记中，
从 1943年 1月 30日到 1945年 3月 6日的两年
间，战俘至少被注射过各种疫苗多达 80 次。
注射次数之频繁，已经完全超出了正常人注
射疫苗的周期频率，这显然已经超越了人体
的耐受性，必然会给战俘带来很大的身体伤
害，甚至导致大批战俘死亡。

解剖尸体正是细菌试验的最后一步，目
的是为了调查战俘身体里的病菌是否发挥了
作用。因此，医疗队多次对尸体进行解剖，甚
至有时他们自带设备，在战俘营中进行解剖。

北大营外的荒地成为“战俘墓地”
日军为处理陆续死亡的盟军战俘，在战

俘营临时营地也就是原东北军驻地北大营西
北部约 1公里的高地上划出了一块荒地作为
盟军战俘墓地。

长期的饥饿也对战俘们的生命造成了极
大的威胁，绝大部分战俘严重营养不良，许多
人因此极度虚弱，身体没有了抵抗力，加上自
由和精神上的长期禁锢，得病的战俘越来越

多，许多人已经无法进行劳役。
当年的地址为奉天市北关区，现在的地址

为东陵区侯家岗子。战俘墓地北高南低，西面
是通往当年奉天兵工厂地区的土路，北面也有
一条小路，东面和南面除了零星的贫民住宅外
大部分是荒地及乱坟岗子。其中有叫做“那家
坟”和“金家坟”等的乱坟岗子。这些乱坟岗子
都是根据居住在这片地区贫民的姓氏而来的。

中国工友与盟军战俘的国际情谊

在劳役期间，盟军战俘想方设法给日军找
麻烦，搞破坏成了盟军战俘与日军抗争的手段，
并且在此过程中避开日军的监督他们还与中国
工友互相交流、帮助、合作，结下深厚的友谊。

1942年末至 1943年初，由于战俘们初到
工厂，对操作工厂的机器和制作机床产品等
不熟悉，日本人便安排一些建厂初期就在该
厂“工作”的中国高级工人，做战俘们的领班，
带着战俘们“工作”。

同时在工厂中还有一部分日本养成工，
也就是在技校上学来工厂实习的日本学徒
工。这些日本学徒工实际上还起着一种监督
战俘劳役的作用。

中国工友与战俘一起劳役，为他们的交往
提供了方便。很快，战俘们便得到了中国工友
的许多帮助，战俘们每天往返战俘营与工厂之
间，几乎与外界没有任何接触和联系，只有在
工厂的时候，中国工友是他们除了日本人以外
能接触到的有限的战俘营以外的人，中国工友
给他们带来了外界的消息，并为他们提供了他
们想得到的许多东西，如食物、香烟等。

甚至是战俘们从日本工厂或仓库里偷来
的物品，也是通过工厂的中国工友转移到了
外面的市场上，换回了战俘们需要的物品。
一段时间后，战俘与中国工友之间形成了一
种默契、攻守同盟。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吕洋

从被提起到建馆开放经历18年

从 1995 年战俘营被重新提起，到 2013
年陈列馆建成对外开放，前后长达 18 年的
时间。作为事件主体的战俘老兵的深切期
盼，中美两国的专家学者以及各界有识之士
的强烈呼吁，国家及省市各级领导的高度重
视，使尘封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俘营旧址得
以重见天日。

1995年，一些参加过二战的老兵纷纷站
出来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日本发动侵略
战争的罪行。其中的一些老兵就提到了自
己当年被关押在奉天（沈阳）俘虏收容所受
到日本人残酷虐待的悲惨遭遇。

2002年1月28日，《辽沈晚报》以整版篇幅
对战俘营遗址进行了全面报道，并向社会发出
了建立“二战盟军战俘营纪念馆”的倡议。

2003年9月，由战俘老兵及其家属等组
成的访问团，对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进
行了时隔60年的首次回访。其中包括美国
战俘老兵“奉天联谊会”会长格雷格瑞，战俘
老兵鲍勃·罗森道尔、奥利弗·艾伦，当年战俘
营的营救队员霍尔·雷斯以及他们的妻子、亲

属等，当年来访的还包括美国华裔抗日史学
家吴天威，美国历史学家琳达女士等。

2005年，沈阳市文物局专程派人到美国
考察，与健在的战俘老兵及战俘营研究机构
取得联系，对二战盟军战俘在沈阳关押期间
的生活遭遇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
获得一批一手资料。同年，沈阳市政府将二
战盟军战俘营旧址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并责成市建委，规划局、文物局、大东区
政府等相关单位对战俘营旧址尚存的建筑
进行了部分腾迁，又对一号战俘营房、日军
办公用房等建筑进行了简单维修。

为了迎接美国战俘老兵回访，沈阳市文
物局还举办了临时展览，并在旧址临街的显
要位置竖立了高达5米的文字介绍碑。

2008年，辽宁省政府将其公布为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

2012年，国家文物局又将其公布为国家
级文物保护单位。

2013年5月18日，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
旧址陈列馆正式对外开放。

四处仿真人像馆还原真实历史
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是二战期间

日军所建战俘营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受
到了政府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今天保留下来的不仅仅是一处普通的
战俘营旧址，而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最惨烈的
自相残杀的珍贵历史，其间更饱含了全世界
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殷切希望。

据介绍，2013年正式对外开放的沈阳二
战盟军战俘营旧址陈列馆占地面积12900平
方米，建筑面积3655平方米，由史实陈列馆、
战俘营房复原展区、日军办公用房复原展
区、遗址纪念广场等部分组成。

其中史实陈列馆高 9.6 米，占地面积
727.9 平方米，建筑面积 1455 平方米。陈列
馆外部加筑了深褐色金属装饰板，并涂刷了
防水青漆。其正面及左右两侧钢板墙面上

“斜切”出几条下宽上窄的闪光带，象征黑夜
中划破天空的探照灯，也象征当年的战俘挣
扎在白色恐怖之下。馆内基本陈列《沈阳二
战盟军战俘营史实展》通过盟军战俘保存下
来的珍贵历史照片、档案、日记、回忆录以及
战俘当年绘制的漫画和复原陈列，真实再现

和全面展示了盟军战俘在沈阳鲜为人知的
历史以及盟军战俘在这里的苦难生活、不屈
不挠的反抗精神及与中国工友的深厚友情。

四处仿真人像场景分别呈现了美军菲律
宾战场总指挥、中将乔纳森·温莱特将军被关
押在“奉天俘虏收容所”分所的生活场景；盟
军战俘们在日军严密的监控下秘密地用漫画
记录他们在战俘营的悲惨遭遇；中国工友在
自身食不果腹的情况下，偷偷给盟军战俘提
供食物、物品和外界信息以及1945年8月20
日，盟军战俘营获得解放，战俘们重获自由的
难忘场面。真实再现了盟军战俘们在沈阳二
战盟军战俘营关押期间的生活，体现了盟军
战俘们遭受的苦难生活和他们不屈不挠的反
抗精神及与中国工友的深厚友情，是对那段
鲜为人知历史不可多得的完美呈现。

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陈列馆是日
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无视国际公约、关押和
残害战争俘虏的见证；是中国和美英等盟军
并肩作战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历史见证；
是宣传教育世人铭记历史、反对战争、珍爱
和平的重要场所。

无法忘记的痛：90天掩埋176名战友
1943年奉天战俘营的第一个冬天，战俘大

量因病死亡。由于天寒地冻无法挖掘，大量死
亡战俘的尸体无法掩埋，只得堆放在库房里。
1943年3月一个寒冷的日子里，战俘们一天就
掩埋了176具已经冻硬了的战友，这些战友大都
是在到达后90天的时间内死去的。

当冬天结束时，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205

人，占所有在押美军战俘人数的 17%以上。
统计数据表明，奉天盟军战俘集中营的盟军
战俘共死亡 252人。奉天盟军战俘集中营整
个关押期间的死亡率高达16%，比较之下，在
欧洲战场，德国盟军战俘营里的死亡率仅为
1.2%，其死亡率是欧洲战场上德国战俘营中
盟军战俘死亡率的13.3倍。

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王迪 摄


